
最新读培根随笔有感 培根随笔读后
感(汇总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培根随笔有感篇一

《培根随笔》为英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弗兰
西斯培根所著.《培根随笔》分为《论求知》、《论美》、
《论善思想家》、《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
《论友谊》等多篇随笔。

在《论友谊》中,培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
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
掉一半忧愁.”这说明了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
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
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我们的
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

在《论猜疑》中,培根说道:“当你产生了猜疑时,你最好还是
有所警惕,但又不要表露于外.这样,当这种猜疑有道理时,你
已经预先作了准备而不爱其害.当这种猜测疑无道理时,你又
可避免因此而误会了好人.可见在人生中猜疑,是人的思想在
做乱。

在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论美》篇.这是一篇关于
“美”之作,语言简洁,内涵土独特,充满哲理性.“美”本身
是个很广泛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和内



在美的人生观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不
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在的美才是永恒的美.美德重
于美貌,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美才能真正发出光
辉.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优雅行为
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形体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体形.颜色
指五官相貌,主要是脸部,是局部的.而行为之美,指举手投足
的动作神态,是后天的,是内在美的折射表现,在三者中最高。

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表的美丽,而忽略了内在,他们虽然具有
美貌,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所以一个打扮
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此,
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吧.只有这样,每才会放射出
真正的光辉。

《论嫉妒》中,我也领会不少彼此越了解,嫉妒心将占据越高.
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容下让身边人的种种
上升的趋势.一个循序渐进地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嫉妒.因为
这种人的提升被看作是正当的。

所以,大家好好读读这本《培根随笔》吧,一定会收获匪浅的!

《培根随笔》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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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培根随笔有感篇二

培根在《谈诤谏》中写道“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读那
些在公众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而《培根随
笔》就是一本这样的好书。

《培根随笔》一共收入了随笔58篇，每一篇文章都不长，但
是每一篇文章都讲了一些至理名言，而且至理名言俯拾即是，
而且大都不再开头，就在结尾。这种语言放在开头，具有凶
器有力、引人入胜的作用；放在结尾，则有概括全文、余味
无穷的效应。培根的随笔没有西方很多散文随笔作家的那种
散漫和随意，而是具有诗的凝练圆满，小说的布局严谨。培
根的58篇随笔，篇篇结构严密、行文紧凑，培根的随笔不是
文人的闲适小品和游戏笔墨，他是以政治家改造社会、富国
利民为目的的进行说教的.。58篇随笔涉及国家、人生的各个
方面，但每篇的核心都离不开人和国家的利害关系。培根用
客观冷静的笔调写这些短小精悍的说教文章。

《培根随笔》的作者就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年生于一个
官宦之家，这种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再加上才华出众，培
根就被伊丽莎白称为“朕的小掌玺大臣”。他12岁时就上了
剑桥大学。23岁就当上了议员。培根这么年轻就取得了议员
的职务，可见培根的才华。

《培根随笔》是一本有很多至理名言的好书，这本是就像是
一笔宝藏。书中讲的道理也是需要我们记住的，所以我希望
大家都仔细地把这本书阅读完，把书中讲的至理名言和道理
都记下来。

读培根随笔有感篇三

“伴随死亡而来的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不错的，死亡只是
一瞬的交错，而他所衍生的东西却往往使人们痛苦万分，世
界上一切的一切，在死亡之际，都是过往云烟，仅存的只是



面对死亡的淡然那我们在顾虑什么?这样看来，死亡其实并不
可怕，而真正令人恐惧的是死前的挣扎，在这段痛苦的时光
中，时间只是过得缓慢，而惊恐无限弥漫，日积月累，这便
成了人们对死亡的一种错误的认知----死亡是可怕的!

从《培根随笔》中，我们不难看出培根对死亡的旷达，正如
他所说的“生命的终结乃是自然的一种恩惠”，对死亡抱有
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人总是会死的，这是一种必然的
自然规律，亦是无法逃避的----倒不如泰然的面对他，或许
你就不会认为死亡有多么恐怖了。

看淡生死，不仅消除了自己的顾虑，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宽恕!

读培根随笔有感篇四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培根，但我却不！！我
讨厌这个站在贵族立场与男权视角的培根，我讨厌这个工于
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我讨厌这个拥有着功利主义思想、
深谙于官场运作的培根！

不过，前两天读了《培根随笔》后，我才发现了另一个与我
想法完全不同的培根。我看到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
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我恍然明白："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培根！"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论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避开
这文章中写的都是美、德兼备的男性帝王不说，这则是一篇
关于"美"的经典之作。它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和
内在美的问题展开评述。"善犹如宝石，以镶嵌自然为美；而
善附于美者无疑最美，不过这美者倒不必相貌俊秀，只须气
度端庄，仪态宜人。"不错，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而优
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因此我想，人的外表固然重要，



但如果没有内涵，光有外表，只是一个躯壳，行尸走肉，又
怎么能算得上是美丽呢？所以，人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而不
是因为美丽而可爱。

读完这书后，我忽然想起，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而且每个
人的理想与信念不同，当然，所追求的事物和追逐的梦想也
各不相同，不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能依照
自己的喜好来评判他人。况且人是有两面的嘛！应多看看别
人的优点，吸取精华之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将来漫漫人
生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读培根随笔有感篇五

《培根随笔》是与《海底两万里》一起买的，起初，我对它
比对《海底两万里》更没有兴趣，除了看起来古板的书名，
还有刚开始翻阅时乏味的内容，都使我不愿再看它第二眼，
于是，它被我残忍地扔到了乱七八糟的旧东西里。在网上，
我了解到这是一本评价极其高的书，看了出于书中的各种真
理名言，我便知道了，这是绝对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从
杂物堆里将被埋几个星期的《培根随笔》翻出来，沉下心，
将书翻开。

《培根随笔》是英国随笔文学的开山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
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读之犹如聆听高人赐教，受益匪
浅"。作者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哲学
家和文学家，被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
正始祖"。他竭力倡导"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
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
人善辩。"

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
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我们
的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



在《论友谊》中，培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
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
被分掉一半忧愁。"这说明了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一个
角色，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论美》是一篇关于"美"的经典之作，语言简洁，内涵深刻，
充满哲理，重点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优雅行为之
美又胜于形体之美。"所以，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
内在的美才是永恒的美。美德重于美貌，把美貌与美的德行
结合，美才能真正发出光辉。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表的美
丽，而忽略了内在，一个打扮华贵的人的美是供人欣赏，转
眼便是过眼云烟；而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
的，永垂不朽的。

《培根随笔》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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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培根随笔有感篇六

《培根随笔》为英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弗兰
西斯·培根所著，培根随笔读后感800字感想。《培根随笔》
分为《论求知》、《论美》、《论善思想家》、《论真理》、
《论健康》、《论家庭》、《论友谊》等多篇随笔。

在《论友谊》中，培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
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
被分掉一半忧愁。”这说明了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一
个角色，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
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
我们的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

在《论猜疑》中，培根说道：“当你产生了猜疑时，你最好
还是有所警惕，但又不要表露于外。这样，当这种猜疑有道
理时，你已经预先作了准备而不爱其害。当这种猜测疑无道
理时，你又可避免因此而误会了好人。可见在人生中猜疑，
是人的思想在做乱。

在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论美》篇。这是一
篇关于“美”之作，语言简洁，内涵土独特，充满哲理
性。“美”本身是个很广泛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
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人生观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
十全十美的，所以，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在的
美才是永恒的美。美德重于美貌，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
合起来，美才能真正发出光辉。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形体
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形
体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体形。颜色指五官相貌，主要是脸
部，是局部的。而行为之美，指举手投足的动作神态，是后
天的，是内在美的折射表现，在三者中最高。



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表的美丽，而忽略了内在，他们虽然
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所以一
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因此，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吧。只有这样，每才
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辉。

《论嫉妒》中，我也领会不少彼此越了解，嫉妒心将占据越
高。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容下让身边人
的种种上升的趋势。一个循序渐进地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嫉
妒。因为这种人的提升被看作是正当的。

读培根随笔有感篇七

在《培根随笔集》这本书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能够让
人受益匪浅，最适合我这种不喜爱读长篇大论而又想得到多
点东西的人看了。虽然只是：“论”“说”“谈”但是，我
读起来却觉得有好多地方都不懂啊！可能正因写的都是人生
的哲学。因此要很高的悟性吧！但是我还是觉得无论是什么
时候都能够读这本书。正因《培根随笔集》深受各国读者欢
迎，据说有不少人的性格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即使在多元
化的`社会生活中，自己没有钱，没有权，只要有文化，有潜
质，有健康，遭点厄运也无妨。正因厄运当中也蕴含着一份
让人亢奋的幸福啊！培根的话语既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也能
使人们顿悟。

“谈读书”这篇讲的是读书有三个用处：一为怡神旷心，二
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又说了有些书能够前尝辄止，
有些能够囫囵吞枣，但是少量书则须细细品尝，慢慢消化。
读史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
深沉精细，伦理使人庄重，逻辑推理使人善辩，正如古人所
说的学皆成性！不仅仅如此，连心智的各种障碍都能够解开。
身体健康之百病皆有相宜的调养户外。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要细细品尝，慢慢消化的茶。要读透了才



能知道，其中的道理，要喝到最后了，才能够尝到甜头。虽
然这只是一本随笔集！但是好比一本史书、诗、数学、物理、
伦理、逻辑推理般让你明智、灵透、精细、精细、庄重、善
辩。《培根随笔》这本书分为《论求知》《、论美》、《论
善》、《论家庭》、《论友谊》、《论真理》等多篇随笔，
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能够让人受益匪浅。


